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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品教材系列中《新闻与传播》系列（新世纪版）中的一本
。
      本书研究、阐述了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特殊规律与工
作原则，以及广播电视新闻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它以中外广播电视业的飞速发展为研究参照系，从新世纪考虑，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实践
性、可操作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在有线电视传播、卫星电视传播、网络传播以及法制化管理等方
面，成果瞩目。
本书还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的经验，揭示了广播电视的发展趋势，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本书加强了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充实了新闻传播院系的诸多专业课程内容，除可作为本科
、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教材外，还可供自学考试及广播电视工作者、宣传工作者进修、提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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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骏德，1942年3月生，上海嘉定人。
1964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五年制）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复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开设课程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广播电视概论》、《电视采访》、《广播电
视新闻写作》、《广播电视专题研究》（研究生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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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视新闻评论   第七节 电视新闻编辑第八章 电视纪录片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人类生存之镜—— 纪
录片本体   第二节 观念与价值—— 纪录片定义   第三节 虚构与非虚构的分野—— 纪录片创作第九章 节
目主持人（上）   第一节 节目主持人的传播学意义   第二节 节目主持人的模式化进程   第三节 电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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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与发展之路   第五节 中国有线电视如何走出“无线化”套路第十二章 卫星电视   第一节 卫星电
视的兴起   第二节 世界卫星电视的发展概况   第三节 我国卫星电视的发展概况   第四节 卫星电视和国
际传播秩序第十三章 因特网技术与广播电视    第一节 因特网的特点与功能   第二节 因特网的发展简史 
 第三节 因特网对广播电视业的影响   第四节 因特网与广播电视业务   第五节 独立的因特网新闻媒体   
附录： 广播电视媒体地址速查第十四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法制化管理（上）   第一节 广播电视事业管理
的政策、法规体系    第二节 广播电视管理法规的规范内容   第三节 我国广播电视管理的主要法规——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四节 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设立第十五章 广播电视事业的法制化管理（下） 
 第五节 政府对广播电视传播的调控   第六节 广播电视节目的管理与规范   第七节 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
法制化进程    第八节 关于广播电视事业管理法制化的思考第十六章 广播电视新闻改革   第一节 东方广
播电台与中国广播改革   第二节 上海电视事业的竞争与革新   第三节 电视新闻内容与形式的改革 第十
七章 广播电视发展趋势   第一节 发挥广播热线电话的优势   第二节 电视新闻现场报道    第三节 广播电
视深度报道   第四节 信息产业集团化趋势及其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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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电视新闻的传播符号电视新闻的传播符号，除了与广播新闻的传播符号相同的有声语言、音响
、音乐等符号外，还有屏幕文字语言与造型符号两大类。
一、屏幕文字语言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文字语言有两种，一种是画内文字，另一种是屏幕文字。
画内文字是指摄像的画面内（图像中）带有的文字，如会议横幅与标语等，这类文字带有新闻要素，
有的画龙点睛，突出图像的主旨，在摄像采访中要注意完整拍摄下来，防止因不完整而产生语义歪曲
。
屏幕文字是指根据新闻内容需要，在后期制作时叠加到屏幕上去的文字。
屏幕文字语言主要指后一种文字。
屏幕文字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标题式或提要式字幕，即在图像边幅上打上一行或两行字
幕，或点题或提要；第二类是插入式行进式字幕，为了播报即时发生的重大新闻，又不打乱原有的电
视新闻节目播送，可在屏幕下方穿插一行行进式的字幕，采用一句话新闻或几句话新闻（简讯）形式
播报重大新闻；第三类是整屏文字阅读式字幕，整个屏幕展示一版文字稿，稍长的稿子逐渐向上移动
，类似缓缓向上的整版报纸；第四类是注释式字幕，配合图像上人物谈话而打上去的同步注释字幕。
电视屏幕文字的传播功能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视、听、读三位一体，加深了信息记忆深度
电视新闻视听结合已经具备记忆优势，又加上了阅读文字的感知通道，加深了记忆深度。
有的新闻学者在进行信息接受能力研究时指出：阅读文字能记住10％，收听语言能记住20％，观看图
画能记住30％，边听边看能记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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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一书是“复旦大学本科教学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
中的一个成果，科研时间从1998年9月至2000年6月，参加撰稿的有：张骏德教授、博士生导师（绪论
，第一、二、三、六、七、十六、十七章，后记），吕新雨副教授、博士（第八章），叶昌前讲师、
硕士（第九、十章，第十一章第五节），杨敏工程师（第四、五章），赵民讲师、硕士（第十四、十
五章），张越硕士（第十一章第一至四节）、应中迪硕士（第十二章）、廖卫民硕士（第十三章），
胡嗣珑助理实验师参与了实验操作。
本科研项目立项时，申请人在“本研究的立项依据与目标”中这样填写：“‘广播电视新闻学理论与
实践’项目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的教学与科研的重点项目。
目前，世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猛，已进入网络传播的阶段。
而同类的教学、科研成果严重脱离实践，滞后于实践。
尤其在有线电视传播、卫星电视传播、网络传播以及法制化管理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
因此，本项目研究旨在加强广播电视新闻学学科建设，并弥补一些原有的空白点。
”本书基本上总结了科研项目成果，加强了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规律的研究，将广播电视新闻理论与实
践紧密结合，从新世纪考虑，将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前瞻性与实践性、可操作性有机结合起来。
本书还在探索规律、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同时，总结当前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经验，并揭示我国广播
电视的发展趋势。
本书同时加强了本科广播电视专业的课程建设，充实了《广播电视新闻学》、《纪录片理论与实践》
、《节目主持》、《电视新闻采访》、《广播电视写作》、《广播电视技术基础》等课程内容；本书
也可作为研究生课程《广播电视专题研究》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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